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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理实验推文创作的深度学习研究

周小燕

(岭南师范学院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广东湛江524048)

摘要基于推文创作的深度学习研究，转变了课程教学的设计思路,将推文创作融入物理教法实验课程教学中，学 

生在理解物理实验的基础上，创作物理实验推文.教学实践表明：在课程中融入物理实验推文创作，为物理教法实验教 

学、学习和评估提供了创新和灵活的方法，能够激发学生参与物理教法课程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反思能力和解决 

问题能力，培养批判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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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经济时代，仅仅对陈述性知识和程序 

知识进行简单的记忆是不够的，学习者必须对所 

学的学科概念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学习者必须对 

所学知识进行批判性评价，并能以口头和书面的 

形式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理解，而这种表达包括对 

话、撰写论文、报告或是创建其他作品山.表达对 

深度学习很有帮助，它是学生反思性地分析自己 

知识状态的过程.推文这种将视频、语言、文字、 

动画融于一体的表达方式的创作将是一种有效的 

新的学习表达方式，可以促进学生对课程内容的 

理解.

实验是物理学习的重要环节，是培养学生物 

理学科素养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囚.高师物理教育 

中的物理教法实验课程是培养物理师范生物理实 

验技能、学科核心素养和物理教师专业素养的一 

门不可缺少的课程炉」，其培养目标不仅是培养学 

生学会中学物理实验，更加重要的是培养物理师 

范生站在教师的角度理解中学物理实验，学会在 

课堂上高效地进行实验演示教学和指导中学生分 

组实验，如开展探究实验和创新实验教学等闪. 

为了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兴趣和学习成效，在混 

合教学环境下，基于物理实验推文创作的深度学 

习，应用于高师物理师范生物理教法实验课程教 

学，希望通过大学生喜欢的推文创作的方式促进 

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深度学习，从而促进学生批判 

性思维、反思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高阶层思维 

发展的实证研究.

1 深度学习研究

深度学习(Deep learing)是美国学者Ference 
Marton和Roger Saljo^于1976年基于学生阅读 

的教学，对于简单记忆和非批判性接受性知识的 

浅层学习首次提岀的关于学习层次的一个重要概 

念，同时借鉴了布卢姆认知维度划分理论,创造性 

地提岀了深度学习的概念并通过教学实践进行了 

深度学习的研究.

Jensen等⑺指岀，深度学习是指新知识的获 

取或技能的掌握必须经历多次学习过程，同时通 

过高水平思维的分析和加工，学生才能以改变之 

前的概念、自我控制力或行为方式来应用新知识 

和技能.Laird等囚通过研究发现，深度学习可以 

分为整合学习、反思学习和高阶层学习3个部分， 

而且它们是相互关联的.黎加厚等⑷指岀深度学 

习是在理解学习内容的基础上，学习者能够批判 

性地学习新概念和方法，同时可以将新的概念和 

方法融入原有的认知结构中，能够连结众多概念 ， 

并且能够将它们迁移到新的情境中，做岀决策和 

解决问题的学习.吴秀娟等「切通过挖掘反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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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和深度学习之间的内在联系，发现反思学习可 

以有效地促进深度学习，而深度学习能够促进元 

认知能力的发展，通过将反思学习的理念纳入到 

深度学习的一般过程模型中，从而构建了基于反 

思的深度学习过程模型.GomollE等提岀教师 

的课程目标是加强学生的深度学习，并且越来越 

多的教师意识到有意义的活动和自主学习对实现 

这一目标至关重要.例如对一些在线教学工具的 

使用和反思，在线教学工具与传统的授课方式相 

结合，可以促进学习者的深度学习.认知科学家 

早就发现，当学生进行深度学习并清楚在真实世 

界和实际情况中如何表达这些知识时，知识会在 

学生头脑中保持得更持久，他们也能够将知识运 

用到更加广泛的情景中E.

基于知识的深度学习与浅层学习比较如表1 
所示「旧.

表1深度学习与浅层学习比较

比较项目
深度学习

比较结果

浅层学习

记忆方式 强调理解基础上的记忆 机械记忆

知识体系
在新知识和原有知识之间建立联系，掌握复杂概零散的、孤立的知识，且都是概念、原理等结构化 

念、深层知识等非结构化知识 的浅层知识

关注焦点 关注解决问题所需的核心论点与概念

投入程度 主动学习

反思状态 逐步加深理解，批判性思维，自我反思

迁移能力 高阶思维

思维层次 能把所学知识迁移到应用的实践中

学习动机 学习是出于自身的学习需求

关注解决问题所需的公式与外部线索

被动学习

在学习过程中缺乏反思

低阶思维

不能灵活运用所学知识

学习主要是因为外部有压力

2基于物理实验推文创作的深度学习

推文主要是以小组合作创作基于物理实验主 

题的表达，该表达整合了视频、语音、动画、图片以 

及文字等形式，可以推送至微信公众号进行交流 

和传播.基于物理实验推文创作的深度学习是在 

混合学习环境下，基于探究和设计的学习，主要包 

括物理模型探究和物理实验推文创作2部分.物 

理模型探究到物理实验推文创作的过程，是岀现 

问题一解决问题一出现问题一解决问题的不断迭 

代、不断反思和创造的过程.基于物理实验推文 

创作的主要要素，学习者需要协作创作1篇科学 

推文并发表.物理实验推文要体现明确的物理实 

验主题，融合物理模型探究过程，同时能在推文中 

呈现物理模型的效果，这就需要学习者整合视频、 

语音、动画、图片以及文字等形式创造性地将其呈 

现出来.

物理实验推文的创作过程包括 ：

1）物理实验推文目标和内容的确定.首先要 

考虑推文创作的目的，从而确定推文的内容.推 

文作为科学传播的一种形式，包含科学传播内容、 

受众和效果「灼.因此，必须考虑使用何视频、语 

音、动画、图片及文字，使用何方法整合视频、语 

音、动画、图片及文字，才能最大化地突岀主题，吸 

引受众注意力，从而达到推文传播和交流的目标.

2） 物理模型的探究与理解.明确物理实验推 

文创作主题后，接着进行物理模型探究，通过交流 

讨论，查找资料，理解物理模型所需的科学和技术 

知识，利用工具和材料建构物理模型.同时采用 

图片和视频媒体工具记录模型构建的整个过程.

3） 物理实验推文的编辑与合成.推文要实现 

科学传播的效果，除了有明确的物理实验主题，还 

必须达到传播和交流的效果.推文主题的呈现要 

有罗辑性和连贯性，推文中的视频、语音、动画、图 

片以及文字等要安排合理，充分发挥其作用，才能 

吸引受众.创作推文可能用到简书、美篇、爱剪 

辑、会声会影、123微信编辑器、小蚂蚁编辑器等 

编辑工具.

4） 交流与反思.在模型探究和推文创作2个 

环节，各小组成员可以合作，头脑风暴，交流讨论 

互动，进行自我评价、同伴评价和教师评价，模型 

和推文的循环改进和创造.此过程需要学习者从 

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循序渐进地认 

知参与，从而达到课程的深度学习.



16 物理实验 第40卷

3基于物理实验推文创作的深度学习模 

式建构

深度学习是积极的、主动的、批判的学习过 

程，是实现有意义学习的有效方式.深度学习 

需要教师制定促进学生高阶思维发展的教学目 

标,选择有意义联接的课程内容,创设促进深度学 

习的环境，以持续关注的评价积极引导学生深度 

学习的教学策略〔⑷.对物理教法实验而言，评价 

的作用主要在于引导、帮助和促进学生不断地加 

强和完善实验能力，而不仅仅是对以往学习情况 

的检验和总结口5].基于物理实验推文创作的评 

价方式是对物理知识不断深化理解、重新组织表 

达的过程.

具体来说，基于物理实验推文创作的深度学 

习主要包括2部分：

1）物理模型探究环节.此过程主要是基于挑 

战性的任务：小组协作，头脑风暴，进行物理模型 

方案探究、解释和改进；利用工具和材料进行物理 

模型构建和调试;模型的展示与交流分享，小组内 

交流讨论，评价与反思，物理模型的再设计改进与 

创新.

2）物理实验推文创作环节.在此过程中，明 

确真实性的任务，进行目标所需知识与技能探索 ; 

小组合作，头脑风暴，确定推文的基本内容和框 

架；利用前期收集的文字、图片和视频材料进行推 

文的整合和原型创作；小组展示，交流讨论和评 

价；利用推文编辑器进行再设计与创作；推文评 

价，整合各方面资源再改进，推送推文.

物理实验推文论文创作被当作有挑战性的学 

习任务来完成，整个过程通过设计一修改一再设 

计的循环迭代过程，利用文字、图片和视频编辑软 

件，整合文字、图片和视频资源，有创造性呈现岀 

科学推文.在小组合作解决推文创作问题的过程 

中，物理实验课程的学习随着推文设计与创造的 

开展而不断深化理解.因此，基于推文创作的学 

习可以整合为基于探究和设计的双循环的深度学 

习模式，如图1所示.

图1基于物理实验推文创作双循环的深度学习模式

4基于物理实验推文创作的深度学习教 

学实践

以高师物理学专业大三学生的中学物理实验 

研究课程为研究对象，进行为期2学期深度学习 

的实证研究.中学物理实验研究课程为物理学师 

范专业必修课,32课时，每周1次课，每次90 min. 

本研究从2018年3月开始已进行了 2个学年的 

实证研究.物理实验课程按照主题依次展开，每 

个专题包括创新实验模型探究、教学应用和模型 

效果展示评价3部分，课程的评价主要是实验总 

结和期末实验论文.为了进一步促进学生对课程 

的深度理解,研究团队决定增加物理实验推文考 

核方式，学生通过物理模型探索，在理解的基础上 

再将探索学习过程用推文的方式表达，并推送到 

本校微信公众号上，一方面这种反思性表达可以 



第9期 周小燕:基于物理实验推文创作的深度学习研究 17

加深课程学习，另一方面公开发表的推文也可以 

起到科学传播和交流的作用.双循环的物理实验 

推文创作的深度学习教学革新，有效地提高了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深化了对物理实验课程的理解. 

认知科学已经反复证明反思是深度学习的强有力 

依据推文的创作是学习者进行反思的强有力 

表达方式.基于视频推文创作的深度学习双循环 

模式，是学习者在多次迭代推文的创作过程中，通 

过反思等元认知策略来监控和调节自身的学习和 

思维活动，及时发现并修正学习的概念和方法上 

存在的不足，深化对复杂概念及方法的理解，从而 

有意义地建构知识并用来解决实际问题，最终实 

现深度学习.

4.1深度学习环境的创设

认知科学研究发现：建立在包含真实性、探 

究、协作与技术这些科学原则的基础上，开放学习 

环境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因此基于物 

理实验推文创作的深度学习是在比较宽松开放教 

学环境进行，教室可以容纳大约50人.由一体 

机、无线移动和可以移动白板组成师生互动混合 

教学环境，有木工工具、电工工具、激光切割机、 

3D打印机、木板、有机玻璃板等物理模型创作区， 

以及多媒体记录创作区和作品展示区.学生以小 

组为单位，自带辅助学习的电子设备进入教室，组 

员可以利用自带的iPad、手机和电脑查找资料, 

自学线上案例资源，辅助成果展示与交流，编辑与 

发布推文,等等.

42基于物理实验推文深度学习的实践

学习是人的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随着学习 

研究的深入，学习者的认知参与循序渐进深刻 . 

安德森将知识认知过程分为记忆、理解、应用、分 

析、评价和创造循序渐进的层次，其中深度学习是 

对知识的深度理解和迁移应用，学习者的认知水 

平处于应用、分析、评价、创造层次「⑺.在此基础 

上，祝智庭教授口勺提岀创造驱动的学习方法，将 

学习由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的循序 

渐进的过程转变为以创造为中心驱动法.学习者 

为实现创造任务而学，在创造过程中，学生学习需 

要用到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开展需要的科学思维 

活动.

从教师的角度岀发，以“尖端放电”为例阐述 

教师如何基于创作为中心，引导学生展开深度学 

习的全过程.基于尖端放电实验的推文创作深度 

学习过程见图2和图3〔切.

推文创
作任务

明确推文的创作目标

模型 
探究

头脑风暴
调査，探究-

推文创作 
与改进

整合各种推文编辑工具，进 
行推文的创作，并进行评价 

与改进

认知参与

理解

发布推文,被关注情况也 
可以作为课程评价依据

推文推送- 
与关注

推文 
创作

图2基于尖端放电实验的推文创作深度学习过程

应用

分析

评价

创造



18 物理实验 第40卷

由于教材上"尖端放电"仅是书本中章节中的其

中一小部分，为了达到更好地课堂效果，本节

实验教具以40min授课模式进行设计，设计思

路为：情境引入、原理解析、实验探究、拓展

应用，分别做出相应的教具，让学生能得到更

好地科学体验。

电源、电压元件（行输出变压器）、泡沫

架、铁钉与导线等。

.•••>. 2 I ~~ . . j 3 I —

尖端放电是在强电场作用下，物体 

尖锐部分发生的一种放电现象，可 

分为电晕放电和火花放电。

图3推文范例：尖端放电实验

1） 在物理模型探究阶段，教师根据课程目标， 

明确提岀设计尖端放电模型的探究任务，通过小 

组合作、头脑风暴和调查研究，理解尖端放电模型 

中物理原理和技术等方面知识.整合科学、技术 

和工程等资源，完成尖端放电模型的设计，进行测 

试与改进.通过展示与交流，对尖端放电模型效 

果进行分析与评价.总结反思，改进与创新，最大 

优化尖端放电模型的教学效果.

2） 在物理实验推文创作阶段，明确推文创作 

的任务：推文不仅是学习的反思和总结，还是科学 

普及传播的手段.理解科学推文文字、图片、视 

频、内容结构等技术方面知识.结合模型探究过 

程的各种图片、视频等材料，整合推文创作所需要 

的文字编辑、图片编辑、视频编辑和推文编辑工 

具，进行推文设计原型创作.同时进行展示与分 

享，同伴间、小组间、师生间对设计方案进行评价 

分析，依据反馈对推文进一步完善,并依据需要进 

行再次的编辑.在微信公众号上推送推文，线上 

关注推文被关注情况.

在尖端放电实验推文创作的深度学习过程， 

基于轻松开放的学习环境，小组协作学习，反思涵 

盖在深度学习的全过程.交流讨论，理解科学和 

技术的知识，主动建构和整合相关知识;通过知识 

的迁移和应用，建构物理模型；通过作品的展示， 

通过他评、自评、教师评价等形式对物理模型进行 

分析和评价；通过反思、修改和完善，小组成员根 

据需要进行再次的探究和设计，开展自主探究学 

习，形成创造性的物理实验推文，通过编辑并发布 

最终学习成果，从而进一步深化课程学习.

5结束语

推文的文本与可视化的图像相整合的创作将 

是有效的新的学习表达方式，可以提升和促进学 

生对学习内容的理解.微信公众号推文为物理实 

验课程的深度学习提供了新的视角，它可以整合 

到微信公众号平台中有效支持知识主动建构、深 

度学习互动的开展，促使课程线下评价向课程线 

上评价的转变；它不再局限于传统课程的学习方 

式，开始关注移动平台上不同人的思想联接，强调 

基于创造为中心的驱动下，引发学生的知识迁移、 

应用和创造，使面向批判理解、信息整合、知识构 

建、迁移运用和问题解决的深度学习真正发生. 

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如何通过创作物理实验推文来 

促进学习者课程的深度学习，并构建了基于物理 

实验推文创作的深度学习实践模式.2年的物理 

师范生中学物理实验课程的实践表明：学生通过 

物理模型的探究，在理解物理模型的基础上创作 

物理实验推文，将反思融入到整个课程教学中，从 

而促进了学生对课程的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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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 learning research based on creation of physics experiment Tweets

ZHOU Xiao-yan
(School of Physci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ng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4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eep learning research of Tweet creation, the design ideas of course teach

ing were changed. Tweet creation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physics experiment teaching, and students 

created Tweets based on theirunderstanding of physics experiments. By two yearsof practical re

search on physics experiment teaching, the Ttweet creation in the course provided an innovative and 

flexible method for physics experiment teaching, learning and evaluation, which could stimulate 

students' enthusiasm to participate in physics teaching, and improve their reflective ability and prob

lemsolving ability, and cultivate critical thinking.

Key words: deep learning； Tweet； physics model； physics experiment； point dis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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